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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三百多年前，牛顿发现万
有引力定律，并提出精确计算
物体与物体间引力的万有引力
常数 G。然而，由于引力十分
微弱，作为人类最早认识的物
理学基本常数，G值的测量精
度迄今为止仍是最差的一个。

在湖北武汉的华中科技大
学，有这样一群科学家，他们坚
守防空洞改建的实验室，在艰苦
环境下，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
孤寂和冷清，三十多年如一日，
探索着万有引力的奥秘，一次次
将万有引力常数G值推向新的
测量精度。不久前，中国科学院
院士罗俊团队在《自然》杂志刊
发最新成果，测出了当前世界最
精确的G值，实现在基础研究领
域对国际一流的赶超。

“坐热”基础研究“冷板凳”
引力测量的难度，在于实

验对地面振动、电磁力、温度变
化等干扰极为敏感。华中科技
大学引力中心是目前我国唯一
引力实验研究基地。20 世纪
80年代初筹建之初，他们选中
校内喻家山一处防空洞作为实
验室。山洞阴暗潮湿，但是震
动小、温度恒定，是难得的引力
实验场所。

从那时起，罗俊带领的团
队一直坚守在山洞之中。开始
的近10年，除去吃饭和睡觉，
罗俊几乎全在山洞中度过。经
年累月，头发掉了一大半，脸上
出现一块块白斑，甚至“每个月
都要感冒发烧一两次”。因为
山洞里的温度常年是20摄氏
度，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罗俊
常年只穿一件衬衫，过着属于
自己的“恒温”季节。

十多年过去，1998 年，罗
俊发表 105ppm（1ppm 即百万
分之一）相对精度的万有引力
常数测量结果，成为当时世界
上测量精度最高的G值之一。

位于中国中部的这个小山
洞引起了世界关注，国外专家
将其誉为“世界引力中心”。

引力实验是一项十分长期
艰苦的研究，从实验设备的设

计、打磨，到实验数据的取得，
每前进一步往往需要十数年乃
至数十年的苦“熬”。

又经过十年实验和研究，
罗俊团队将G值测量精度提高
到 26ppm，这是采用扭秤周期
法测得的最高精度G值。实验
结果再次被CODATA值收录，命
名为HUST-09。

“这个精度相当于在一个
1米杆的一端，放上一粒灰尘
千万分之一的重量，也能测量
出来。”罗俊说。

这样的“疯狂”和“执拗”从
未停歇。又是一个十年过去，罗
俊团队采用扭秤周期法和角加
速度法两种不同方法，在同一实
验室测量万有引力常数，给出了
目前国际上最高精度的G值，相
对不确定度优于12ppm。

从罗俊到“70 后”的周泽
兵、胡忠坤、涂良成，“80后”周
敏康、杨山清、段小春，乃至“90
后”博士生、硕士生，一代代“引
力人”就这样耐得住寂寞、守得
住冷清，硬是把基础研究的“冷
板凳”生生给“坐热了”。

为科学“疯”成就世界最好
1985 年“山洞实验室”建

成之时，有14个筹备人员，如
今还在这个团队的只剩下罗俊
和一名工作人员。一开始，全

国有3家引力实验研究中心，
坚持到今天从未间断过的只有
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

涂良成说：“原因很清楚，
实验周期特别长，拿不到什么
大课题大项目，要坚持下来很
难。而且，这样的基础研究也
不是一般人认为的研究‘热
点’，而是个‘冷门’，所以有人
选择了离开。”

然而，罗俊和他的团队认
为，对G值的精确测量，不仅对
于检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及深
入研究引力相互作用规律意义
重大，而且具有计量学上的重
要意义，对于现实中包括地震
在内的自然环境监测、地质资
源勘测等都有重要战略意义。

引力常数精度的每一次提
升，也是精密测量技术的一次
革命。他们坚信，破解基础科
学的难题，一定会推动国家科
技进步。

因此，他们不仅坚持下来，
而且一次次提出具有创新思想
的精密测量实验方案，一次次
破解关键难题。

“引力中心实验室里测 G
的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国防
科技等领域都能得到引用。”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党委书
记张凯说，他们测量G值的过
程中，一批高精端的仪器设备

被研发，且其中很多仪器已在
地球重力场的测量、地质勘探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科研团队用18年时间，应
用精密测量技术，取得高精度星
载加速度计的关键技术突破，打
破了制约我国重力卫星研究的
瓶颈，突破国外对我技术封锁。

“未来，我们可以用重力给地球
做核磁共振，可以把矿产资源这
样的战略信息掌握在中国人自
己的手里。”涂良成说。

2014年，罗俊院士提出了
引力波探测计划“天琴计划”，向
着当今世界引力研究的最前沿、
科学研究的新高峰发起挑战。

“探索引力波是精密测量
研究绝对的技术挑战。”罗俊
说，它要求对17万公里两颗卫
星之间激光扰动的测量要达到
皮米精度，相当于一根头发直
径的千万分之一。

甘坐冷板凳，勇做栽树
人。尽管，这将又是一次漫长
而艰辛的攀爬，但这群山洞里
的“引力人”坚信，无论是引力
测量还是引力波探测，基础科
学必将带动一个国家的人才
和技术进步，实现前瞻性基础
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
破，夯实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的根基。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与少年儿童息息相
关的校园餐日益受到关注。部
分校园餐从业者与行业专家表
示，校园餐亟须通过从严制定行
业标准、加强餐食营养科学搭
配、普及食育教育等方式，消除
危害孩子身心健康的隐患。

“质”“量”并重守护校园餐
一日三餐的品质，对尚处于

成长发育期的中小学生极为重
要，也事关家庭、社会发展的未
来。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
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级
各类学校51.38万所，各级各类
学历教育在校生2.70亿人。校
园餐业已成为一种社会刚需。

“《学生餐营养指南》规定了6
岁至17岁中小学生，一日三餐的
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食物种类
及配餐原则等。”在日前召开的

“2018中国（泰安）校园餐大会”
上，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
究员胡小琪发现，这份卫生行业
标准虽已于去年8月发布，但许
多一线企业对此知之甚少。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理事长陈伟力认为，在校
园餐领域，立法、监管、评价等方
面尚缺乏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公司总监
陈本洲认为，中小学校园餐应形
成打分评价机制，并对半成品的
产品规格做出具体要求，明确校
园餐应规避的过敏源物质。同
时，建立食材追溯体系，全面守护
学生营养餐。

“吃得安全营养”的需求突显
近年来，校园餐领域得到更多

社会关注与资源倾斜。在乡镇村

居，教育部2011年启动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7年来已
覆盖全国29个省份（京、津、鲁单独
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1631个县，
受益学生人数达3700万。在城市
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
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辽宁省盘锦
市、浙江省义乌市等8地12所中小
学，开展“营养校园”试点项目。

陈伟力表示，相关政策措施
的出台落地，基本实现了从“饿肚
子”到“有饭吃”的转变，目前“吃得
安全营养”的需求更加凸显。

——“不科学”仍有市场。
“有一次我去一所小学，发现橱
窗里还张贴着‘中国营养协会’
的‘食物相克图’。”胡小琪说，

“中国营养协会”早已被列入山
寨社团，“食物相克”也缺乏科学
理论依据。

——“不健康”有待纠正。在

基层校园餐配送中，以火腿肠代
替肉类、优酸乳代替牛奶等仍不
同程度存在。有业内专家表示，
在一些中小学校内超市的货架
上，摆满了各种碳酸饮料与“五毛
食品”，会对孩子养成正确的饮食
观、营养观带来消极影响。

——“不好吃”造成浪费。
“我曾经观察过一所学校的午间
配餐。一份午餐，孩子最多吃掉
2／3，甚至出现了整盒午餐被扔
掉的情况。”中国农业大学校务
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华说，为什
么？“不好吃”呗。

胡小琪等业内专家建议，应
加快校园餐提质升级，让孩子们
不仅吃得饱，更能吃得好。

食育教育课应补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餐与健康所副所长赵文华表示，所

谓食育教育，是指从幼儿期起便对
受教育者给予食品及相关知识的
教育，并将其延伸到艺术想象力和
人生观的培养。

“食育”一词，实际早已进入
国内。上海市2007年在部分中
小学，试点开设了食品安全教育
课。课程主要针对青少年群体
中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
题教育。教育部门希望通过推
广这一课程，逐步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

“有些孩子不爱吃水煮鸡
蛋，就把鸡蛋拿到校外小卖部兑
换廉价小食品。”胡小琪说，这说
明一方面校园餐要从营养、口味
上多下些功夫，另一方面更要教
会孩子们辨别不健康的饮食习
惯。应尽快采取措施加强食育
教育。

据新华社电

业内专家为提升校园餐质量支招

2.7亿学生的这顿饭怎么做？

中国一所大学的山洞里，有一群“追引力的科学家”
特朗普计划废除
“出生公民权”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10 月 30
日发布的专访视频节选，特朗普表
示，计划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废除非
美国公民及非法入境移民在美国生
育后代的“出生公民权”。

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
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并受其管
辖的人都是美国及他们所居住的州
的公民。

特朗普在采访中说，“美国是世
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有人来
到这里生了孩子，孩子就成为美国公
民并能享有各项福利，“这实在荒谬，
这必须叫停”。

特朗普表示，已就此咨询了自己
的法律顾问，目前相关计划正在推进
中。他同时指出，他知道可以通过立
法手段来做，但他将选择使用总统行
政令。 据新华社电

长株潭城际铁路
实现“扫码乘车”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10月
30日，“铁路e卡通”在长株潭城际铁
路正式上线投入使用，乘客通过手机
扫码即可进站乘车。

长株潭城际铁路是一条连接湖
南省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的重要
城际铁路。据介绍，广铁集团、湖南
城际铁路公司根据“城际铁路公交
化”的运营特点，今年开发了“铁路e
卡通”项目。“铁路e卡通”投入使用
后，实现旅客乘降“验检合一”，简化
了进出站流程。

旅客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
进行注册并点击“铁路e卡通”图标
完成相关开户手续后，在长株潭城际
铁路各站进站乘车时不用预先购票，
只要在进站闸机处通过手机扫码和
人脸识别即可完成实名制验证及进
站乘车手续，到站后再通过手机扫码
即可出站，出站闸机则根据乘车信息
扣除相应的票款完成当次乘车费用
支付。 据新华社电

罗俊院士（右）在华中科技大学引力实验中心与科研人员交流实验情况。 新华社 图

■神州大地


